
与青春期孩子温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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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膝长谈
青春期孩子敞心扉
退休后的关承华几乎成了家

长心中的“救星”。为了咨询孩子

成长问题，有个湖北的家长甚至

不远千里登门拜访。这个孩子自

从上了高二，爱打扮、买衣服、花

钱不节制、染头发，甚至对老师和

家长产生抵触情绪，一下子从成

绩好的“乖乖宝”变成了“问题少

年”。多年从事心理研究的关老

师一眼就看出症结所在，经过三

个多小时的促膝长谈，终于让这

个孩子敞开了心扉。

关承华告诉记者，青春期的

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是一种普遍现

象，家长一味地制止、指责容易激

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孩子是家长

的一面镜子。”关老师建议，在教

育孩子时，家长首先要放下手机，

寻找和孩子之间共同爱好，用健

康的游戏、运动等娱乐形式取代

手机游戏，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交响三部曲
缓解教育矛盾

为了让家长在处理孩子问

题上少走弯路，关承华将多年

在家庭、学校和青春期等方面

教育研究集结成书。第一本

《别和青春期的孩子较劲》，从

众多青少年家长来信中精心挑

选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从性

格、品质、生活习惯和学习等方

面分析青少年成长中最常遇见

的问题以及家长的困惑，并给

出详细有效的指导和建议。此

书一出版，就受到全国各地家

长青睐。

众多家长的求助，让关承华

感到老师也是个关键角色，写了

《凭什么让学生服你》，强调教鞭

之下难出健全的学生，指出老师

应提高教育深度让孩子佩服、平

等与孩子交流让其折服、用真情

焐热孩子让其信服，这些观点在

教育界引起良好反响。《9节课

教你读懂孩子》是关承华的第三

本书，书中隔代教育篇是亮点，

缓解了两代人之间为教育孩子

衍生的矛盾，更是处于困惑中老

年人的福音。

教书更注重育人
家校与孩子的沟通是关键

教了一辈子书的关承华更

注重育人。2015年4月的一天，

关承华接到 24 年前学生的电

话。“当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

目。”当时在山西教学的她接手

了一个让学校领导挠头的乱班，

班风差、成绩差、纪律差。为了

改变现状，她选择了成绩不好却

很有集体荣誉感的两名男生做

升旗手，还亲自训练他们走正

步，从那以后，两个孩子变得越

来越自信，整个班级也焕然一

新，歌咏比赛拿了第一名，期末

考试全班49人有24名达到了

三好生的标准。

“用一点点小事触发他们。”

关承华一向主张用情关怀激励

学生，尤其是对后进生更要真心

爱护，热心关怀，用爱心温暖他

们冰冷的心，从而产生激励作

用。“孩子升入初三，我被调回了

北京。”关承华一直很愧疚，“24

年后，我和孩子又重聚了！”

谈到上海17岁男孩跳桥事

件，她表示很痛心。“悲剧的酿成

不是家长批评过狠，也不是孩子

内心太脆弱，根是家庭与孩子之

间缺少有温度的交流。”所谓有

温度的交流，在她看来不过就是

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孩子之间正

常的交流与沟通。这也是关承

华接下来要研究的新课题。

文/实习记者 张文凤

园林工人爱上国画课
初见田师傅，他着一身绿

装，戴着黑色鸭舌帽，正忙着给

花草树木浇水，时不时指挥其

他工作人员。田师傅告诉记

者，之所以选择当园林工人，是

因为对大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

亲切感。“我是农村长大的孩

子。”春天地里挖野菜、夏天树

荫下乘凉、秋天上树摘果子、冬

天满地滚雪球，非常喜欢花花

草草的味道。三年前政府拆

迁，田师傅也跟着搬了新家，便

在新家附近的公园找了份园林

工作，“小到定夺幼苗位置，大

到接待参观领导。”他笑称自己

干的活有点杂，同时非常享受

这份工作。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田

师傅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国画课

堂。讲到初学国画那段经历，

田师傅像极了孩子。“第一次接

触毛笔，毛笔不听话，画不出东

西来。”他决定放弃画画，跑去

学广场舞了。可妻子觉得画画

能使他收敛急躁的性格，就

“逼”他学画。田师傅向记者学

当时不愿去上课的倔样，两只

手搭在腿上，眼睛眯成了一条

缝，还说当时只听课不动笔，每

节课都被老师追着要作业。“不

记得过了多久，突然想画一

画。”他不好意思地说，“那天毛

笔突然听话了，画出模样了。”

妻子也夸他画得有感觉。从那

以后，田师傅一直坚持去国画

课堂，将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

时间奉献给了国画学习。

“学国画快三年了，做园林

工也三年多了。”田师傅回想，三

年前刚建园时他就来这工作了，

当时公园里有很多土堆和杂

草。如今，公园里山水相依，树

繁花茂，长廊、小桥与垂柳相互

交映，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画

中。而田师傅也可以画一幅完

整的作品，“前两年打基础，去年

才开始出作品。”田师傅拿出一

幅月季图，娓娓道出：整幅图围

绕中间气眼，枝叶疏密相间，色

彩浓淡相宜，留白最关键，否则

根本看不出是月季花。从不会

用笔到侃侃而谈，田师傅的进步

离不开三年的坚持和练习，更离

不开园林这份让他亲密接触大

自然的工作，“感觉每天都在大

自然中写生。”

美术理论运到园林工作
田师傅打开手机相册，里

面全是花草树木的“美照”，就

连镇宣传科的人都跟他要照

片。用田师傅的话说美术构

图法能让图画美，用在拍照上

肯定也错不了。他把在国画

课堂上学到的美术创作理论，

都运用到园林工艺实践上，树

枝按形修，树叶分疏密，这样

修剪出来的树木明显更有层

次感和美感。田师傅说好眼

力是绘画者的基本技能，所以

他时刻关注公园里花草树木

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每棵

树的年龄，了解每朵花的‘喜

怒哀乐’”。在他眼里，这些花

草树木都有灵魂和生命，“我

的工作就是呵护它们，让它们

更美。”画画让田师傅更专注

园林工作，也潜移默化影响着

他的性格。

“画一幅画就是一口气的

活。”田师傅道，有一次画墨竹

图中小鸡的腿部时，被儿子的

游戏声打扰了，犹豫了一下，

鸡腿就画错了。这意味着整

幅图的创作失败了，所以田师

傅每次作画时都精力集中，专

心致志，生怕一个笔误毁了一

幅画。因为国画屏气凝神，一

气呵成的创作要求，让田师傅

越来越耐得住性子，眼里对花

草树木的爱意慢慢变成待人

接物时的平和心境。田师傅

表示，在学国画的路上，他永

远是学生，会继续并坚持学

习，希望将来可以创作出一幅

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裱起来挂

在客厅里。

文/实习记者 张文凤

图/受访者提供

做家长与孩子沟通桥梁的关承华老师

“退休12年来，我的身心始终没有离开我钟爱的教育事业。”关承华从教32年，曾获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和班主任学科带头人等荣誉，致力于研

究学生心理问题，对如何引导“问题”学生颇有心得，她所撰写的此类书籍深受众多青春期孩子家长的欢迎。

“青春期学生成长的心理问题基本大同小异。”正在整理多年前学生答疑资料的关承华告诉记者，她准备把这些资料免费送给学生家长，希望对他

们有帮助。作为承德县一中特约顾问，她每个月义务到学校给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同时她还义务为求助家长排忧解难。

园丁的
庞各庄天堂河公园园林工作者田志文

国画梦 “画画寻找‘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节奏感，修理花草树木

也是如此。”55岁田志文师傅是天堂河公园的园林工人，平时除

了修剪花草树木，还喜欢研究国画。

关承华老师 图/受访者提供

关承华与承德县一中团委书记

于文伶在工作室合影


